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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反而讓他健康欠佳，回到旗山，他

承接了編纂《旗山鎮誌》的工作，他利

用這段期間，開始思考一些問題。

放棄高薪．志當農夫
古文錦從小在父母深刻期盼中努力

讀書，也沒讓他們失望，可是為什麼老

覺得不自在？「我不斷地問自己，為什

麼一定要走這樣的路？我的人生意義究

竟在那裡？我如果不勇敢面對自己，會

浪費一生！」他決定暫時忍受父母不能

認同的壓力，追求心目中自在又健康的

生活方式，毅然決定投入有機農業。	

古文錦對於有機的概念，來自於電

視及報章雜誌的報導，他目睹慣行農友

不遵守安全使用期限就把農產品賣出

去，有著無限感慨；聽到鄉人使用農藥

打出「美濃有機米」名號的美濃鎮有

機米產銷班，與社區大學、當地協會合作

舉辦多項體驗活動，縮短了農民與社區的

距離，也讓附近青少年、學生體會農家生

活，發揮了教育和推廣的作用。而這個產

銷班的重要推手，正是高級知識份子返鄉

務農的古文錦。

烈日炎炎，綠油油的水稻迎風搖曳，

30	幾歲的古文錦穿著雨鞋、帶著斗笠，

彎腰在稻田裡除草、撿拾福壽螺。斗大的

汗珠自額間滑落面頰，古文錦以手瀟灑揩

去，黝黑的臉龐笑得很陽光。是什麼因緣

這位台大經濟系畢業的六年級生古文錦，

選擇回到故鄉，從事有機水稻的耕作？大

學畢業後，古文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北

的一家農產貿易公司任職，舒適的冷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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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有機米‧注入新生命
文圖｜農軒

古文錦班長 (右 1 ) 和其他
班員共同栽培有機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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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天氣熱水溫升高，水太多秧苗會像

煮熟一樣，影響生長；反之，一期稻作

1、2	月插秧，此時天氣冷就要放較深的

水幫秧苗保暖，這些經驗是書上沒提到

的。	

但經驗未必

都是對的，以稻

熱病為例，通常

後半部得病較嚴

重 ， 接 近 入 水

口的前半部比較

少，所以農民會

認為是水不斷流

動的緣故，較不

易感染稻熱病。

但實際上關鍵卻

在肥料，過多的肥料讓稻禾長得太密，通

風不良，容易得病，而接近入水口處是因

為肥料被水沖走了，稻禾長得稀疏反而得

病較少。古文錦會看書上怎寫，專家怎麼

講，也聽農民的說法，然後自己觀察判

斷，如此學習不斷累積經驗。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有志者事竟成；93	 年第一期的稻

作，因為風調雨順，收成不錯，品質也

好，1	甲地的收成大約在	8	刈左右	(1	分

地產量	 100	 斤乾榖稱為	 1	刈，一般慣

行使用化肥的農田	 1	 甲地大約可收	 12	

刈)。第一次種植有機稻米，這個收成算

不錯的，對古文錦來說是很大的鼓勵。但

銷售的問題卻令他苦惱，不知道該賣給

誰？所幸，有美濃愛鄉協進會、社區大學

及福智佛教團體的朋友支持，幫忙促銷，

甚至買有機米去送人。

而死於肝癌，或在田間噴藥而昏倒的無數

案例，他覺得應該從自己開始種有機，而

且要用好的成果說服大家轉作有機。	

對一個沒有經驗的讀書人來說，該

如何下手耕作呢？他主動與農業改良場

接觸，收集相關資

訊。在編纂《旗山

鎮誌》期間，他曾

經種植果樹做實

驗，按照書面資料

一步一步去嘗試。

古文錦決定種有機

稻之後，透過朋友

介紹，認識了用古

代傳統農耕的方法

來耕作的曾啟尚先

生，他提供了古文錦許多寶貴的意見。等

到土地租好，別人早已插秧了，他才開始

準備要播種育苗，農改場認為他起步太

晚，建議他選擇屬於早熟品種的「益全香

米」來種植。	

理論配合．實際耕作
畢竟是讀書人出身，古文錦從書上吸

收專業知識，依照書本上的相關資訊去種

植，並且到旗山區社區大學進修。這個社

區大學以農村型的社區大學自許，很多課

程針對農業，教育的對象是農民，可惜來

的都不是老農夫，倒是有不少年輕人在這

裡學習有機耕作。古文錦從小耳濡目染，

加上這群夥伴互相切磋，有問題還可以請

教父親或其他有經驗的農友，於是這個讀

書人透過閱讀、請教、實作，逐漸掌握整

個耕作的過程。譬如：放水的技巧，二期

稻作秧苗期水不能放太深，因為這時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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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錦班長是「美濃有機米」的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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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軟，生產的香蕉品質又好，因此父親在

地方上有『香蕉博士』的美譽。他看到枯

葉，便儘快割掉以利通風，並將病株剷

除，使用過的鏟子灑上煤油消毒，預防繼

續傳染。園中除草	1	年只要	1、2	次，重

要是選在適當的時機，例如當香蕉已經長

起來，葉面大而密，這時母親就會帶著女

工來除草，並割

除多餘的葉子，

與草一起集中覆

蓋 地 面 ， 如 此

有保護土壤的作

用。」	

回想從前，

父親的智慧與對

待土地的態度對

古文錦有潛移默

化的深刻影響！

最初頂著高學歷歸鄉種田，父母極力反

對，他們希望受高等教育的兒子，可以到

學校教書，或是當個上班族，就是不要當

農夫，不希望兒子像他們一樣辛苦，這是

身為父母心疼兒女的心情。「如今，父母

「許多人吃過這有著淡淡芋頭香的有

機香米，都覺得非常好吃，於是大量訂

購，不到二、三個月便銷售一空。」古文

錦微笑地說。由於社區大學等團體支持有

機農業的推廣，所以第二期稻米收成，各

團體的朋友也大量的購買，增加稻米的銷

售量，給予他很大支持的力量。

社大幾位新夥

伴也非常認同有機

栽作，他們一起組

成「美濃有機耕作

隊」，除了在地的

農夫曾啟尚之外，

其中有養牛的鄧崑

海先生及辭去銀行

金飯碗的工作從台

北南下的張國慶先

生，甚至連社區大

學副主任張正揚也請他母親一起加入有機

耕作的行列。	

農耕生活．耳濡目染
看到這樣一群年輕人認真地投入有機

農業，而且做得有聲有色，原本反對古文

錦當農夫的父親，終於認同了兒子的抉

擇。

談起父親，古文錦靦腆的笑

容有著一絲堅定的信心：「香

蕉的黃葉病令很多人束手無

策，只能用輪種方式來阻

絕黃葉病的擴散。可是

我們家的香蕉園，幾

乎不用農藥與殺草

劑，連著種	 10	 幾

年土壤依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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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又飽滿的美濃有機米

古文錦運用人工自然的方法進
行田間拔除雜草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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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自己以及同夥：最主要的理念是「誠

信」，做有機就要用有機的耕作方式來

做，不欺騙；第二個則是心理建設要做

好，行行出狀元，職業沒有貴賤、沒有高

低；第三則是從事農業，經濟收益不是唯

一考量，不要太過功利，只看到經濟收益

面，認為有機就該賣貴一點。	

民國	96	年底，美濃有機米產銷班透

過農會與縣政府的幫助，成功向台糖租得

金瓜寮	11.19	公頃的土地，作為有機專業

區。古文錦說，大片耕作面積，可以解決

農地分散、不易管理的問題，也將有助提

升作物的產能，由原先的	1	期	20	公噸，

提高到	1	期	40	公噸左右，加上行銷與配

套，前景可期。

親早已經氣消了！」古文錦笑著說：「父

親雖然不會幫我種水稻，但他還是會提供

一些耕作的經驗給我參考，母親則會時時

幫忙。」	

師法自然．永續經營	
為了推廣美濃的有機產業，古文錦與

他的夥伴們不遺餘力，例如：指導當地的

龍肚國小學童耕種水稻，到學校分享有機

耕作的經驗與心得；辦理收割季，配合媒

體的介紹把美濃有機米推出去等。像這些

活動，以古文錦內斂、不喜歡出名的個

性，以前他是不會參與，但為了美濃有機

產業的推廣，如今他會盡力去配合，甚至

他還會設計加入精神層面內涵，例如「飲

水思源」─效法古代農民對土地的尊重，

把它融入收割季的活動中。	

做為一個年輕有機農友，古文錦期

高雄縣美濃鎮有機專業區：
07-681-5476‧0955-30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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